
导入：这首诗反映了一个什么制度？

登科后
         唐•孟郊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科举制



          隋唐制度的变化与创新

第二单元：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与隋唐统一多民族
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

第7课

课标要求：
    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制度变化与创新。



【核心素养】
唯物史观：通过学习，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理解隋唐制度完善对国家统一、社会发展的影响，培
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时空观念：通过“时空定位”环节，认识中国古代制度的演变，抓住其特定时空背景。
史料实证：通过历史图片、历史材料、“历史纵横”、“学思之窗”等，提出问题、设置悬念，解读印证
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政治制度演变的特点及影响，提高学生探究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历史解释： 引导学生运用本课教材中文献资料所提供的有效信息，认识隋唐时期制度的含义及特点，培
养有效解读材料、自主分析归纳知识的能力。
家国情怀：通过 “情景再现”、“课外探究”等环节让学生认识到隋唐时期的制度变化对我国统一的多
民族国家的发展的作用，让历史照亮现实，培养爱国爱家情怀。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科举制度的创立；三省六部制的建立；两税法的影响。
难点：通过科举制，理解隋唐时期选官方式变化的进步意义；分析三省六部制的特点及
影响；理解这一时期赋税制度的演变对中国古代经济产生的影响。



自主学习：

1、归纳出选官制度的发展历程？

2、梳理九品中正制概况？思考：如何评价九品中正制？

3、梳理科举制的发展概况？探究：科举制产生了什么影响

？

5、思考三省六部制的职责和运行程序？思考其特点、影响

？

6、评价租庸调制和两税法？



商周时期 战国—秦朝 汉代 魏晋南北朝 隋唐—1905年

血缘关系 军功 品行才能 才能门第 考试能力

 一、选官制度
 

自学：归纳出选官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选官制度
 

背景

创立

含义

选官
标准

①察举制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失去了社会基础；
②被世家大族所操纵，选举不实。

曹魏时期，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而推行。

是一种由品评官评定人才优劣，然后授官的制度。九品，
是指划定人才优劣的九个等级；中正，是品评官，负责
评定人才等级，由世家大族担任。

初期——重视家世、道德和才能
西晋——主要看重家世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1.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
自学：梳理九品中正制概况？



    材料1：……这种选官制度既继承了两汉乡里评议人物的传统，又将
评议权收归中央，在一定时期内加强了中央集权。

 ——统编版《中外历史纲要》上教材P40

    材料2：九品中正制度……在其初创之时，犹能“盖以论人才优劣，
非为世族高卑”，选拔出有用人才，但后来逐渐被门阀世族所把控，以至
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秦汉以来中国古代选官制度演进研究》

积极：①选官权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②早期为曹魏政权选拔了大量的人才；
局限：③后来以家世门第作为品评的唯一标准，成为巩固门阀政治的工具。

 一、选官制度
 
1.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

思考：如何评价九品中正制？



隋文帝 隋炀帝 唐太宗 武则天 唐玄宗

开始采用
分科考试
的方式选
拔官员

任用高官
主持考试，
提高了科
举考试的
地位

设置进士
科，科举
制度正式
形成

扩大科举取
士的人数，
首创了武举
和殿试

增加了考
试科目，
以进士和
明经两科
为主

 

 2.隋唐时期：科举制

 一、选官制度
 

自学：梳理科举制的发展概况？



 
    材料一：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
是“至公”……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
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

——摘自邹一南《浅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二：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即纨绔子弟，亦知苦读，以获科第……是
皆科举鼓励之功有甚于今日十万督学之力也。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材料三：（科举制）西国莫不慕之，近代渐设考试以取人才，而为学优则仕之举。今英、法、
美均已见端，将来必至推广。

——丁韪良《西学考略》

消极影响：
①科举选拔标准单一，压抑个性
②后期科举制度钳制人们的思想，形成官本位思想。
③用儒学作为考试内容，忽视科技

积极影响：
①打破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局面，扩大统治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
②提高官员的文化素质；
③推动儒学发展，形成重学风气；
④增加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⑤对西方近代的文官制度产生重要影响。

 

 2.隋唐时期：科举制

 一、选官制度
 

探究：科举制产生了什么影响？



思考：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变趋势

世官制
（夏商周）

察举制
（汉朝）

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

科举制
（隋—清）

血缘

孝、廉

 才能→
家世

才学

官位世袭

地方推荐

品评官评
定授官

考试选拔

演变趋势：
①选拔标准：由家世门第
逐渐演变为学识才能
②选拔方式：由举荐评定
授官演变为考试选拔
③选拔形式：趋向制度化，
形式日益严密，体现相对
公平、公开、客观的原则

 一、选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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